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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40 岁的李智波，出生在河南省洛
阳市，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从医 16 年
来，他以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赢得了
患者的广泛赞誉。

受邀来开 爱上开州

2008 年大学毕业后，李智波的大学同学
前往位于开州的安康医院工作。几个月后，
这位大学同学对开州大加赞赏，并热情邀请
他到开州发展。李智波欣然接受了邀请。

“那时交通还不发达，我从河南省洛
阳市老家坐车，经过四川省达州市，用了
20 多个小时辗转到达开州。”李智波回忆
说，虽然来时路较为坎坷，但在开州生活
了一段时间后，他彻底爱上了这片土地，
从此与开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李智波发现
开州是一座极具包容性的城市。他的同
事们对刚刚毕业的他非常友好，不仅关心
他的饮食起居，还给予他情感关怀，排解
了他的思乡之苦，让他感到幸福、快乐。

已是安康医院轮值副院长、脑科主任
的李智波见证了开州老县城到新城区的
变迁。“开州城市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宜
居，我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李智波说。

敬业工作 受人尊敬

在开州工作期间，李智波被开州人民
朴实、淳朴的品质深深打动。他记得几年
前，雪宝山镇的一位居民突发疾病，救护
车呼啸着将他送进安康医院的脑科病房。

那一刻，情况危急万分，患者双眼紧闭，
他的家属心急如焚。经验丰富的李智波检
查过后迅速作出判断，患者突发了脑梗。面
对患者家属尚未缴纳手术费的情况，李智波
没有犹豫，当机立断为患者开启了生命救援
的绿色通道。他紧握手术刀，全神贯注、一
丝不苟，在黄金救治时间里，以精湛的医术
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

患者康复之后，心中满是对李智波的感
激之情。他特意从家乡背来一麻袋花生，执
意赠予李智波以表谢意。面对这份淳朴而厚
重的情谊，李智波心中涌动着暖流，却又难以
直接接受患者的馈赠。于是，他悄悄将 200
元钱塞进了患者的衣服口袋，巧妙地将这份
医患之间的温情传递得更加细腻而深远。

淳朴、热情的开州人民，深深触动了李
智波的心弦，让他对这片土地满怀热爱和
眷恋。2012年，经人牵线搭桥，他有幸结识
了一位美丽的开州姑娘，并与之结缘，最终

在开州安家落户，继续服务开州人民。

工作之余 热心公益

8 月 15 日清晨，德润老年公寓的院子
里洋溢着温馨的氛围。一群身穿白大褂
的医生，带着温暖的笑容和专业的设备，
为老人们进行爱心义诊。

李智波就是其中一位。他耐心地询问
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细心地为他们测量血
压、检查听力，守护着老人们的健康晚年。

节假日期间，当大多数人沉浸在节日的
喜庆氛围中时，李智波反而更加忙碌起来。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将和往年一样，放弃与
河南老家亲人团聚的机会，选择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默默为开州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经过我的治疗，许多患者恢复了健
康。我觉得一切坚守都是值得的。”李智
波深有感触地说。

李智波的故事，是众多异乡人在开州
这片土地上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一个缩
影。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言辞和惊天动
地的壮举，但却用自身的执着坚守，为开
州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共同构筑美好
而和谐的家园。

（记者 李艳 文/图）

安康医院轮值副院长、脑科主任李智波：

假期“我在岗” 守护“不打烊”

出智周，今年 39 岁，福建省泉州市人。
2008年，经过公招考试进入开州区人民法院
工作，先后担任助理法官、法官、司法行政人
员。16年来，他积极融入当地生活，书写了
许多我区环境变化、风土人情的文章。在工
作中，他立足文秘和司法宣传岗位，主笔的
法院工作报告连续五年获得区人代会全票
通过；他负责的司法宣传与联络工作，不仅
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的表扬，更在人民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
上留下了帅乡司法的鲜明印记。

慕名巴蜀风土人情

提到重庆，出智周最先想到的是辣椒和
火锅。在出智周小的时候，他外婆家旁边住
着一位重庆籍阿姨。那位阿姨为了解馋，在
自家小院里种了辣椒。因水土不服，辣椒长
势不好，但出智周也大约知道了辣椒的长相
和味道，那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辣椒。

2004 年夏天，19 岁的出智周第一次离
开家乡到四川求学。

“那一年，我第一次把传说中的辣椒
和花椒做的菜放到嘴巴里，被一盘回锅肉
辣得上蹿下跳，不住地扇风吐舌头。”出智
周回忆道。

由于喜欢上巴蜀的风土人情，出智周

毕业后，选择在重庆就业，他考入了开州
区人民法院。

为高效融入工作，出智周很快学会了重
庆话，轻松跨越语言障碍，顺利适应开州环
境。同时，他勇于挑战味蕾，从微辣逐步进
阶至麻辣，如今不仅重庆话讲得地道，更在
吃辣上展现出不输本地人的热情与喜爱。

热情推介开州文化

今年 7 月，由出智周撰写的长篇小说
《饮山海》出版上市。该长篇小说是他根
据志愿者事例撰写的，获得了我区重点文
艺项目资助，被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近
年来，他还在《重庆晨报》发表 9 个专版，
专题推介开州历史民俗文化。

作家都有一双善于发现故事的眼睛，
酷爱文学的出智周也一样。在一次办案
中，他接触到一名志愿者，与志愿者交谈
中，他发现该志愿者的人生经历与众不
同。于是，他以一名忠实听众的身份，让志
愿者娓娓道来。每听一个故事，他就将故
事情节详细记录下来。同时，为了更好呈
现开州的时代变迁，出智周拜访了开州不
少民俗文化专家，深入了解了开州的历史。

最后，出智周将志愿者的故事，与我
区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并在文稿中融入大

量的山城文化和巴蜀
风情，完成了现实主义
长篇小说《饮山海》的写作。

为婚姻家庭“把脉”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各自
的使命。我不能像建筑工人那样为城市
建设添砖加瓦。更没有独断的能力，为城
市经济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我热
爱写作，我要用笔墨光影展现开州城市发
展新貌，为开州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出智周告诉记者。

2017 年，出智周出版了小说《海蓝时
代》。该小说作为国内首部由法院法官撰
写的长篇婚姻家庭小说，通过温暖的文
字，唤醒读者爱的本能，珍惜婚姻家庭。

据出智周介绍，离婚案件涉及家庭变
故、经济困难等诸多原因，但都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夫妻双方缺乏信任和沟通。
他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让读者了解案件背
后的故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把脉”，共
同守护爱的港湾。

如今，因工作调整，出智周现任区人民
法院督察室主任，但他依然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熊程成）

区人民法院督察室主任出智周：

寄情山水间 推介帅乡美

“家贤，从明天开始，请多安排一些村民
到蔬菜大棚务工，加快推进整地、起垄、覆膜
等工作，为移栽螺丝椒幼苗做好准备。”9 月
11 日，贺选梅给代工队长王家贤安排第二天
的工作。

贺选梅不仅是“乐丰酸菜鸡”品牌的创始
人，还是开州紫海云天香草园的负责人、南门
汁香红糖的掌舵人，以及开县大丫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多年来，她凭借不
屈不挠的精神在创业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披
荆斩棘，书写了一段又一段奋斗故事。

来开创业

1997年，在三峡库区大移民之际，贺选梅
一家从奉节县搬迁至万州区。初到万州，家境
贫寒的她依靠低保维持生计。然而，贫困并没

有击垮她，反而激发了她改变现状的决心。她
尝试过多种行业，最终在 2006 年凭借自己擅
长的酸菜鸡手艺，在万州新茂花园开设了第一
家“乐丰酸菜鸡”，并迅速赢得了顾客的喜爱。

截至目前，贺选梅的“乐丰酸菜鸡”品牌
已成功吸引全国范围内超过 50 家加盟店，其
影响力遍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辽阔草原、山
西长治的悠久古城，直至繁华都市上海等
地。贺选梅也因此积累了丰厚的经济资本。

2007 年，贺选梅瞄准了开州这片投资热
土。在开州开设了 1家“乐丰酸菜鸡”自营门
店。从此，贺选梅与开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至
今，贺选梅在开州深耕已长达17年。

感恩开州

近年来，贺选梅不仅深耕餐饮业，还涉

足旅游业、农业等多个领域。她在长沙镇兼
善村创建了开州紫海云天香草园，在南门镇
莲池村种植甘蔗制作手工红糖，并与鲁渝
（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合作发展农业项目。

在开州创业期间，开州对民营企业的关
怀，让贺选梅深受感动。

2019 年，贺选梅在南门投资做实业时，
不料遭遇了资金链中断，导致企业陷入困
境。得知她的情况后，区农业农村委向她伸
出了援手，帮助她解决资金难题，帮助她的
企业渡过了难关。这一举动深深感动了贺
选梅，至今她仍记忆犹新。

“开州区委、区政府，有关区级部门单
位和有关乡镇 街 道 对 她 的 企 业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真 正 为 她 的 企 业 办 了
实 事 ，解 决 了 很 多 困 难 。”贺 选 梅 表 示 ，

党 和 政 府 的 担 当 作 为 ，让 她 的 创 业 之 路
越走越顺。

回馈社会

多年来，贺选梅早已把开州当成了她
的第二故乡。在积极开拓事业版图的同
时，她始终心系社会，不忘回馈这片土地。

贺选梅已帮助 85 户深度贫困户脱贫；
现在，她将帮扶重点放在带动农村老人和
残疾人增收上。

年过七旬的王家贤是南门镇莲池村 3
组的村民，因儿子儿媳残疾，他家的生活
十分困难。在贺选梅的建议下，王家贤将
土地流转给开县大丫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年收租金 1300 元。贺选梅还将王家贤
聘为代工队长，月薪 3000 元。自此，王家
贤一家的生活大为改善。此外，南门镇东
阳村一霍姓五保户生病时，贺选梅除了送
上慰问金外，在他康复后，还将他安排在
开 州 紫 海 云 天 香 草 园 务 工 ，让 他 实 现 增
收。

（记者 李艳）

女企业家贺选梅：

勇担社会责任 彰显巾帼力量

2023 年，黄炳智通过公招考试，从河
南商丘来到开州，被组织派往长沙镇福城
村担任党委书记助理一职。一年时间里，
他积极入户走访，详细了解村情民意，帮
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还积极参与福
城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风貌改造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

克服困难 适应新环境

黄炳智告诉记者，尽管他与福城村才
邂逅了一年，但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

“第二故乡”。
2023 年 8 月，黄炳智带着踌躇和期盼，

来到福城村担任党委书记助理一职。初
到福城村的他，首先要了解当地的人文风
情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语言不通，成了他走访村民的第一只
“拦路虎”。

“只要语速不是太快，我就能听懂重
庆话。但是我来到福城村后，与村民第一
次打交道时，就因语速过快、方言夹杂，听
得一脸懵。”黄炳智说，福城村民风淳朴，
村民看出黄炳智的窘迫后，特意放慢了语
速与他交流。

为了更好地与村民交流，黄炳智开始
学习重庆话。初学时，黄炳智操着一口蹩

脚的重庆话，经常会引起村民哄堂大笑，
但却在笑声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后来，他不仅学会了重庆话，还爱上
了吃辣。黄炳智说：“努力适应饮食习惯，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安心扎根当
地，服务乡亲。”

学有所用 助力乡村建设

“这一张张笑脸，是福城村村民幸福生
活的真实写照……”9月 11 日午后，黄炳智
看着福城村乡情馆的展览墙满意地说。

黄炳智告诉记者，去年他刚到福城村
时，被这里美好的人居环境和村民饱满的
精神面貌所感染。当时，村里正筹划建立
一个乡情馆。于是，他毛遂自荐，积极参
与乡情馆的设计和规划。

“我大学里学的是平面设计，正好可
以发挥所长。项目启动初期，我负责收集
各种材料，对接设计方，完善设计方案。”
黄炳智说。

此外，爱好摄影的黄炳智还利用业余
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拍摄生动的农耕场景
和村民的日常生活。通过镜头，他记录了
福城村的每一个角落，捕捉了一个个美好
的瞬间，将它们定格成永恒的记忆。再将
这些满载记忆的照片，充实到乡情馆中。

走村入户 倾听村民心声

近段时间，我区连晴高温天气，森林
防火形势严峻。每天一大早，黄炳智就和
同事们一起出门巡山。每走一座山头，他
都认真做好登记和劝导工作。每到一户，
他都积极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劝说村民不
要在山林用火，还认真倾听村民的意见和
诉求，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9 月 11 日，黄炳智入户走访时。一位
老人双手捧着花生，热情地往黄炳智兜里
揣。“小黄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非常不容
易。但他做事却不含糊，十分细心周到。
他知道我生病了，家庭经济困难，跑前跑
后地帮我申请更多的医疗救助。还经常
来看我，关心我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他是
个好孩子。”老人感激地说。

这一年间，黄炳智这个外地人从一口
普通话逐渐转变成流利的重庆话；从最初
的陌生到如今的亲切，他深感福城这片土
地给予他的不仅仅是工作机会，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正所谓“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
黄炳智不仅要将“线”引入基层，还要做一
根绣出基层“幸福花”的“针”。

（记者 熊程成）

长沙镇福城村党委书记助理黄炳智：

助力乡村振兴 展现青春担当

▲出智周
（受访者供图）

▲李智波

▲黄炳智
（受访者供图）

▲贺选梅
（受访者供图）


